
4月 19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了一季度广东居民收
入和消费支出数据。数据显示，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60元，
同比增长（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同比名义增速）5.7%；人均消费
支出8393元，同比增长4.6%。

13360元

一季度广东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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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符畅，通
讯员廖培金、杨贺春报道：近日，
羊城晚报记者从广州市民政局
了解到，今年清明期间，广州市
在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安全的前
提下，实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措
施，实现“健康清明、平安清明、
文明清明”目标。据统计，截至4
月 10 日，全市仅有 6.15 万人次
参加现场祭扫。

清明祭扫实行分区分级

“我们是在网上预约的，因
为去年预约过，很快就搞定了。
分区防控的政策很贴心。”4月 3
日上午，广州增城区正果万安园
门口，等候入园核验的黄女士为
广州分区分级的防控政策“点
赞”。据悉，3 月 31 日至 4 月 10
日，广州市按疫情变化实际情
况，先后 5次调整分区分级防控

措施、暂停现场祭扫区域，指导
各相关区做好暂不开放现场祭
扫和实行预约现场祭扫的相关
保障工作。

3月 26日至4月 10日，预约
平台推送短信39.58万条，市、区
民政部门和各殡葬机构电话服务
逾2.4万次。清明期间，全市投入
各类服务力量 1万余人次，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政策。截至4月10
日，全市有6.15万人次参加现场
祭扫，各殡葬服务场所秩序良好，
群众配合现场核验程度高。

7.5万人网上扫银河公墓

清明前后，广州市银河烈士
陵园因疫情暂不对外开放，广州
民政积极倡导市民将实地实物
祭扫转换为精神文化传承。

4 月 2 日，广州市银河烈士
陵园举行清明祭英烈公祭仪式，

深切缅怀英烈们的不朽功绩；4
月 4日，广州市荔湾区教育局团
委、市银河烈士陵园管理处团支
部、少先队荔湾区总队部组织开
展了“清明祭英烈，云端寄哀思”
云团队日活动，荔湾区教育系统
的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共计 4万
多人，在讲解员的引导下“云参
观”烈士纪念馆，比 2021 年现场
参观接待量高20%。

据统计，截至 4 月 19 日，已
有约7.5 万人参与市银河烈士陵
园网上祭扫，比去年同期增加
28%。3 月下旬以来，银河烈士
陵园还陆续收到中山大学、天河
区天泽中学等在校学生写给烈
士的信，共计1680封。

信邮哀思收信2860封

为满足群众的祭扫需求，广
州市、区民政部门积极组织开展

集中祭扫、免费敬献鲜花等活
动，宣传推广“信邮哀思”“云祭
扫”等服务。

4 月 2 日起，广州市暂不开
放现场祭扫的各殡葬服务机构
陆续开展集中祭扫。13 个墓园
组织开展集中祭扫和提供免费
代祭扫服务，153 家公益性骨灰
存放设施集体敬献花篮，市银河
公墓等墓园开展“一墓一花”免费
祭祀服务，共投放鲜花5.78万枝。

此外，有 4.09 万人次通过
“粤省事”的“云祭扫”平台、广州
市银河烈士陵园和广州市殡葬
服务中心“银河园”公众（服务）
号等方式进行网络祭扫，参与人
次比去年增加1.54倍。

今年，广州市继续开展“信
邮哀思”服务，并提供 1500个免
费名额，共收到信件近 2860 封，
陆续传递至市火葬场等祭扫场
所，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

“5 年前，我在泰国为诗琳
通公主讲解中式建筑，建筑上有
一些戏文故事和古诗词。”广东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曹劲回
忆，“当我念起‘映日荷花别样
红’这句诗时，她马上拿出本子
开始记录”。原来，诗琳通公主
能够听懂中文，我们接下来的对
话也直接改成了中文，建筑上的
每一首诗、每一个故事都被诗琳
通公主悉数记录。曹劲说，那一

刻，她真正为中国传统文化感到
自豪。

“一只脚在讲台，另一只脚
在田野”则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
人类学学院副院长郑君雷的工
作常态。他回忆，自己在三峡田
野实习时被不明生物砸醒，首先
联想到毒蛇，越想越紧张，还忍
不住踹了一脚：“那个东西叫了
一声，原来是只猫，还好是虚惊
一场。”

694个馆（点）
可通借通还

据统计，截至 2021 年底，
全市公共图书馆（分馆）建筑
面积为 54.83 万平方米。广州
市实现通借通还的公共图书
馆（分馆）、服务点、自助图书
馆共 694 个。其中，实现通借
通还且面向所有公众免费开
放的公共图书馆（分馆）有321
个，比2020年增加27个；服务
点和自助图书馆有87个。

外借文献量
逾3200万册次

《年报》显示，2021 年，广
州全市公共图书馆整体服务

效能较2020年明显回升，全市
外 借 文 献 量 为 3272.21 万 册
次，与 2019 年的 3263.51 万册
次水平相当，人均外借文献量
为 1.74 册次；注册读者量为
458.77 万人，注册读者率为
24.39%；举办线上线下读者活
动 18258 场，参加线上线下读
者 活 动 人 次 为 2150.45 万 人
次；数字资源下载、浏览量为
15840.60 万篇（册）次，人均利
用数字资源8.42篇（册）次。

根据年报，儿童与青少年
读者成为全市公共图书馆服
务的主要对象。2021 年全市
公共图书馆少儿图书外借量
为 2087.43 万册次，举办线上
线 下 少 儿 读 者 活 动 场 次 为
10375 场，参加线上线下少儿
读者活动人次为594.56万人次。

166个校图书馆
纳入通借通还网络

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
设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
《年报》显示，截至 2021 年底，
广州市公共图书馆与学校等
社会力量合建面向所有公众
免费开放的分馆达 104 个，全
部实现通借通还。2021年，这
些与社会力量合建的分馆共
接待读者 171.28 万人次，外借
文献104.07 万册次，举办线上
线下读者活动4261场。

目前，从化区、黄埔区已实
现全区中小学与全市公共图书
馆图书的通借通还。截至2021
年底，共有166个学校图书馆纳
入全市通借通还服务网络。

受疫情影响
到馆读者减少

为响应疫情防控政策要
求，2021年广州全市公共图书
馆实行有限度开放，读者到馆
人次为 1716.45 万人次，人均
到馆次数为0.91 次，分别相当
于2019年的58.37%、47.40%。

与此同时，政府对公共图
书馆的保障投入自 2020 年起
连续两年下降 ，年报显示 ，
2021年，广州全市公共图书馆
总经费投入为4.47 亿元，文献
购置费为 6173.99 万元，同比
分别下降8.26%、32.54%；馆藏
总量 3070.70 万册（件），人均
藏量1.64册（件），同比分别增
长4.98%、5.13%。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郭思琦、李
焕坤报道：4月 18日，《广州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全民科学
素 质 行 动 规 划 纲 要 实 施 方 案
（2022—2025 年）的通知》（以下简
称《方案》）在广州市政府官网公
布。《方案》提出，到2025年，广州
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24.5%，全市各区、各人群科学素
质发展不均衡明显改善。

聚焦青少年农民等
科学素质提升

《方案》提出，“十四五”时期
实施 5 项提升行动，即实施青少
年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实施农民
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实施产业工人
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实施老年人科
学素质提升行动、实施领导干部和
公务员科学素质提升行动。

《方案》进一步指出，要持续
举办好广州院士专家校园行；完
善初高中包括科学、数学、物理、
化学等学科在内的学业水平考试
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支持在校
大学生开展创新型实验、创业训
练和创业实践项目。

要加强农村中小学科学教育
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备；开展高素
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加
强科普小镇和科普特色村建设，
到2025年，建设科普小镇15个、
科普特色村150个。

要面向产业工人广泛开展职
业技能、信息技术等职业教育和
培训，办好“广州职工大学堂”；
开展全民数字技能培训；推动相
关互联网企业做好外卖、快递、直
播、网约车等新兴领域、新业态从
业人员的科学素质提升工作。

要依托老年大学（学校、学习
点）、养老服务机构等，普及智能
技术知识和技能，提升老年人信
息获取、识别和使用能力。

聚焦科普信息化市场
化产业化

《方案》提出，在“十四五”时期
实施6项重点工程，即实施科技资
源科普化工程、实施科普信息化提
升工程、实施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实施基层科普能力提升工程、
实施科普产业繁荣工程、实施科学
素质国际交流合作工程。

《方案》进一步指出，要依托
现有的科技馆、博物馆、纪念馆、
校史馆等设施和资源，打造一批
科学家博物馆和科学家精神教育
基地，积极申报国家和省科普教
育基地；加快建设广州科学馆。

要实施繁荣科普创作资助计
划，扶持科普创作人才成长，培养
科普创作领军人物；深入开展广
州公民科学素质竞赛、广州科普
游等深受市民欢迎的科普活动。

要推动科普市场化产业化，
研究探索建设科普产业园；积极
搭建科普产业的研发、生产、销
售、服务全产业链；建立健全具有
广州特色的科普产业体系。

过去的学徒制是一种较为传统的职业教育方式，如
今，在终身学习和创新创造力思维的影响下，新型现代
学徒制职业教育应运而生。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从广东省人社厅获悉，该厅联
合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资委、广东省总工会、广东
省工商联等印发《关于全面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
制 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的通知》，将在集团性企业、大型
企业、上市公司等企业开展毕业年度学生学徒制培训试
点，试点企业可以申领培训补贴，每人每年的补贴标准
为5000元至8500元。

4 月 19 日，《2021 年广
州“图书馆之城”建设年度报
告》（以下简称《年报》）发
布。根据该年报，截至2021
年底，广州全市 176 个镇街
均设立有公共图书馆（分
馆），图书馆覆盖率首次达到
100%；广州市实现通借通还
的公共图书馆（分馆）、服务
点、自助图书馆共694个，较
2020年增加 128个；目前从
化区、黄埔区实现全区中小
学与全市公共图书馆图书的
通借通还。

岭南考古
自有特色气派！

广东一线考古专家齐聚一堂吐露心声

“4·18国际古迹遗址日”后首日，一群资深考
古人齐聚广州国际媒体港，围绕考古趣事、现状、
愿景三个关键词，线上线下进行同步分享。

如何看待当下的岭南考古工作？如果有一
个梦想，你想实现什么？在广州地区文物考古专
家媒体访谈会上，大家听到了来自广东考古一线
的声音。

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黄宙辉

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田
野实习项目和科研工作在全国
范围铺开，这样一来，就能轻易
感受出广东当地考古的不同。

“广东考古有自己的特色，水下
考古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
一大亮点。”郑君雷说。

“刚来广东工作的时候，有
的同学就问我，去广东干什么，

‘文化沙漠’有什么好挖的？”广
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田野考古
研究中心主任刘锁强，自2007年
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一直
在广东工作。他主持“操刀”的
郁南磨刀山遗址与英德青塘遗

址分别入选2014年度、2018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郁
南磨刀山遗址将岭南有人类活动
的历史记录提前了60万年。

刘锁强坦言，相比于长江流
域及中原地区，岭南地区已发掘
文物的数量和精彩程度确实稍
显逊色。但他认为，地理位置和
地理环境决定广东历史文化发
展的独特路径：“在中华文明起
源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广东不是
置身于外的，而是积极参与其
中、做出了独特贡献的，这也是通
过我们的考古发现得出的结论。”

分享令人自豪的工作瞬间

考古发现岭南独特贡献

“希望公众不要戴着‘有色眼
镜’打量考古学科和考古人。”
郑君雷谈到，大家对考古工作往
往带有一种浪漫的想象，认为考
古就是挖宝、探险；另一方面，
还存在一种刻板印象认为，考古
就是挖坟：“考古学应该是一个
文理交叉、欣欣向荣的知识体
系，而且是应用学科和基础学科
兼具的一个学科体系，希望大家
客观地看待我们的学科。”

广东气候环境特殊，遗址保
护工作难度较大。广州市文物
博物馆学会会长全洪的愿景就

与此相关：“我们在对遗址制定
保护方案时，通常需要北京的专
家协助，并且还要进行招标。我
特别期待广东本土可以成立一
个专门从事文物保护的研究院
或机构，构筑有广东气派的文化
遗产保护体系。”

会上，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副局长、市文物局局长刘晓明
对广州考古工作进行了展望。
他表示，接下来广州将继续严格
落实“考古前置”制度，加强考
古成果转化，建设一支老中青结
合的高素质考古人才梯队。

勿对考古抱有浪漫想象

广东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

开展毕业年度学生
学徒制培训试点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职业
（工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分类大典》中的技能类职业和
人社部公布的新职业。

企业可向人社部门申请企
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标准
按照培训职业（工种）等级、紧
缺程度情况确定，每人每年的
补 贴 标 准 为 5000 元 至 8500
元。对按规定列入各地级以上
市公布的紧缺急需职业（工种）

目录且培训级别在高级工及以
上的培训项目，可在学徒培训
补贴标准各同等档次最高上浮
30%。

企业新型学徒培训补贴标
准结合经济发展、培训成本、物
价指数等情况进行调整。企业
在培训开班后3个月内，可向备
案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
政部门申请预支不超过 50%的
补贴资金。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企业
新型学徒制面向广东各类企业
以及拥有技能人才的其他用人
单位（含养老、幼教类民办非企
业单位）实施。

企业新型学徒制以培养符
合企业岗位需求的中级工、高级
工及技师、高级技师为主，培养
期限一般为 1年至 2年，特殊情
况可延长到 3 年。学徒培养对
象为与企业签订一年及以上劳
动合同的技术技能岗位职工、与
员工制家政企业依法签订一年
及以上服务协议的家政服务人
员，企业可结合生产实际自主确
定培养对象。集团性企业可组
织与其下属企业或分支机构（广
东省内）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开
展学徒培训。

省人社厅表示，企业新型学

徒制培养主体责任由企业承
担，企业与技工院校、职业院
校、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实训基
地等教育培训机构采取企校双
师带徒、工学交替等模式共同
培养学徒。

培养内容主要包括操作技
能、专业知识、职业素养、安全生
产规范、工匠精神等，培训课程
应包括操作技能课程、专业基础
课程和通用职业素质课程，每
年累计总学时原则上不少于
260 学时（每 学 时 不 少 于 45 分
钟），具体培训内容、学时数量
由企业、培训机构（培训中心）
根据职业（工 种）差异自行确
定。操作技能课程学时原则上
不少于总学时的 60%，职工在
岗训练学时可计入操作技能课
程学时。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操作技能课程学时需达60%

企业开展培训可申请补贴

广州绘就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蓝图，到2025
年——

24.5%广州人
将具科学素质

广州公共图书馆首次实现100%覆盖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人均借书 1.74
册次、注册读者达
458.77万人……

“云追思”“代祭扫”成新风尚今年清明广州仅6万余
人次参加现场祭扫

广州图书馆行人如织，读者如云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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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收入仍占大头

按常住地分，广东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6230 元，增长
4.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639元，增长6.6%。农村居民收
入增速继续领先城镇居民。

从收入来源看，广东居民人
均 工 资 性 收 入 9069 元 ，增 长
5.5%，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67.9%；人均经营净收入1507元，
增长6.0%，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为 11.3%；人均财产净收入 1909
元，增长 7.1%，占可支配收入的

比重为 14.3%；人均转移净收入
875元，增长4.8%，占可支配收入
的比重为6.5%。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发现，工
资性收入仍然占据了广东居民收
入的“大块头”，这也从侧面说明
了广东居民就业情况整体稳定；
而财产净收入增长最快，可见房
屋租金、存款利息、股票、债券等
资产价格的上涨，带动了居民财
产性收入的增长。

人均消费支出8393元

从消费来看，一季度，广东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8393元，同比增
长4.6%。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9639元，增长
3.4%；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5476元，增长7.4%。

按消费类别分，广东居民八
大类消费支出增速呈现“六升二
降”态势。

其中，交通通信支出同比增
长15.0%，比去年同期高6.9 个百
分点；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居住
支出、食品烟酒支出、医疗保健支
出、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速放
缓，同比分别增长 11.1%、5.6%、
4.4%、3.7%和 2.3%；教育文化娱
乐支出、衣着支出同比下降2.1%
和7.5%。

CPI同比上涨1.7%

一季度，广东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同比上涨 1.7%，与上
年同期下降0.7%相比，涨跌幅差
为 2.4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
源价格，核心 CPI 上涨 1.5%，与
上年同期相比下降0.2%，涨跌幅
差为1.7个百分点。

从月度价格走势看，2022年
一季度，CPI环比价格涨跌幅在-
0.3%—1.0%区间运行，波动幅度
比上年同期（-0.6%—1.2%）有所
收窄；同比价格涨跌幅在1.5%—
1.9%区间运行，波动幅度小于上
年同期（-1.7%—0.2%）。

分类别看，2022 年一季度，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服 务）
价格全部上涨，涨幅在 0.2%—
6.2%之间。其中，交通通信价格
上涨6.2%，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
涨 2.3%，居住价格上涨 1.5%，生
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3%，衣
着价格上涨0.6%，其他用品及服
务价格上涨0.6%，医疗保健价格
上涨 0.5%，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0.2%。

此外，一季度，广东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
4.7%，涨幅比上年同期扩大4.6个
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
数（IPI）同比上涨7.4%，涨幅比上
年同期扩大6.2个百分点。


